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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年学业生涯中，我对中文、美术、书
法、篆刻都有过专门学习，并且均热爱有加。
刚出大学校门时，就将自己的居舍命名为“四
融斋”，即融合诗、书、画、印于一体，意在确立
信念并永久追求。然而，由于一度工作繁忙，
诗文、绘画少有顾及，但我深知综合修养的重
要性，因而于内心从来未敢轻视，只是暂时把

“四融”定位于书法之真、草、隶、篆。前贤大师
曾谆谆告诫，“宁要一绝，不要四全，但没有哪
一绝不是四全在滋养”，堪为至理名言。我也
曾撰文《同修共进，以博养专》来阐述个人观
点，表达内心体悟。

在倾心文化艺术学习与创作的同时，我
对海洋生物也有着浓厚兴趣，这始于许多年
前在香港办展时到当地海洋馆参观。那次出
行返程后，脑海中一直浮现出那些极为可爱
且神秘的海洋生物身影，因而又迫不及待地
接连参观了北京几处海洋馆以及青岛海底世
界，最后索性在自家装置了水族箱并养殖了
多个品种的热带海洋鱼类，时常观察，继而心
记，再而意写。那些凭感觉草成的习作虽然不
甚成熟，但事实上为我后来对海洋题材作品
进一步探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时还得到
了一些美术界朋友的热情鼓励，也成为我朝
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的动力。

我从画海洋鱼类入手，逐渐扩展到更多
品种的海洋动物、海洋植物及海洋景观乃至
其他水域。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这些表现对象，
我开始广泛阅读、浏览与它们相关的文字、书
籍及图像等资料，眼界随之开阔，认知日益提
升，感悟逐步加深。特别是众多海洋生物神奇
而绝妙的特异情状，常常令我叹为观止。更有
一些品类，其禀性与人性相通，于是便有了以
诗来抒发心怀之冲动。中国古代诗论中“言志
抒情”的传统，强调诗因情生，情为诗本，可视
为对“诗心”情感特质的真切表述。“诗心”实
乃浸透了审美情趣的心灵境界，它可上推天
人之理，下究万物之状，从而达到实与虚、物
与理、景与情的有机统一，继而完成艺术境界
的创立。毫无疑问，我正是因为对这些生物产
生了浓浓的兴致与深深的爱恋，才有了后来
诸多此类题材的诗作。

中国的书与画、书与印、诗与书乃至诗与
画的关系异常紧密，正所谓“诗书合璧”“书画
同源”“书印互通”“诗画同宗”。它们作为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的宝贵财富，在审美、意境、精
神方面相互贯穿，相互交融，不仅积淀了数千
年传统文化的精髓，亦成就了我们文化自信
至为关键的组成部分，更应成为新时代书画
艺术追随者们重要的研究课题，对此我深有
体悟。

艺术创作，和而不同，谓之上乘。诗书画
印，品类有别；真草隶篆，字体异样。倘若将它
们集于一身，审美取向则不可杂乱。于艺术学
习和创作，我一向遵循本心，保持自我，不人
云亦云，不随波逐流。自我设定：诗书画印，以
书为重；真草隶篆，以隶为先。而隶书恰恰是

我自幼最早接触且学习的字体。也正是因为
隶书古朴、厚重、雄强、稚拙的固有美学特征，
从先入为主的意义上随之确立了我的审美定
位。因而，诗作亦不求精致，不慕华丽，多以朴
实纯素示人。“金梭流线迹何寻，近海洋湾水
浅深。巨相不嫌泥食味，凶锋御敌仗同心”“阔
胸含首体盘圆，近海底栖无迅遄。却是异能遐
迩著，启人灵慧贵开先”等，皆为此理念管领
下的产物。同时，尽力做到格律谨严、语言清
通、章法缜密、形象典型、意境幽远、风格
鲜明。

我的书法研习，除了隶书在秦简、汉简、
汉碑及清人墨迹方面投入精力尤甚之外，其
他字体也不敢偏废。篆书、楷书、行书、草书均
以古为宗，然非单一取向。各种字体师法皆有
主有次。至于创作，始终不忘经典与传统的坚
守，始终不拒时代与个性的流露，始终不弃融
通与出新的探索。无论真草隶篆，均追求拙巧
相生，刚柔并济，以达古雅雄浑、生动凝练之
效。力保书风上一以贯之，形式上多而不乱。

近来我所创绘画多围绕水域主题。该类
题材虽少有古代经典作品赖以参考，但我早
期在美术院校学习专业时所打下的较好基
础、多年来断断续续国画研习所积累的经验
体会、观摩国内外各类美术大展所带来的诸
多收获、从书法篆刻创作中所借鉴的综合技
巧以及在社会实践中所体悟的审美通感无不
化为笔下的构成元素。或盈满或阔远的构图、
或苍浑或淋漓的笔墨、或淡雅或鲜艳的色彩，
皆服从服务于作品的生动气韵，皆不囿于中
国画传统范式，亦不拘于某家某派，古今中外
皆为我所用。可以说，一切均源发于灵感，根
植于自然，化合于内心，生成于毫端。

相较于诗文绘画，篆刻与书法的关系更
为紧密，它们都属于文字造型艺术，都源于
古文字的书写与镌刻，都注重笔画、结体与
整体布局。除工具材料有所区别外，篆刻刀
法的冲、切、藏、露、正、侧、徐、疾与书
法用笔别无二致，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融
合。由于我浸淫书法数十载，因而在篆刻创
作过程中似乎更为得心应手。近来篆刻新
作，皆在“印外求印”的理念支配下，在遒
健稚朴的整体审美风格统领下，试图将秦
印、汉印乃至一些明清印的古雅气息与书法
丰富的笔墨、绘画多变的构成等诸多元素糅
为一体，并潜心于宏阔气象的营造，同时注
重内涵的丰富。对于边款创作也不曾轻视，
深知其作为篆刻艺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
分，感染力非同一般，所以在构思时不拘一
格，创作时饱含激情。其间，真草隶篆均有
体现。

反思近年来对于诗书画印的学习与创
作，我百感交集。其中既有欣慰和兴奋，亦不
乏辛酸和纠结，但更多的则是感悟和收获。融
通诸艺，塑造自我，仍然是我最为执着的追
求。未来新的探索之路始终充满着诱惑和挑
战，我期待并将付诸行动。

中国绘画，所谓工笔写意本
无清晰界限，有人擅长工笔写实，
也有人喜好写其大意，但无论何
种表现形式，本质上都是为了表
现画者的思想境界、人格情怀和
审美旨趣等心灵层面的心得体
悟。一言以蔽之，无论工写，皆为
表意，更是表心，这就是“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的终极表现方向。
孟庆占为人中正，为艺至真，注重
思考，有思想，具悟性，知道如何
从传统文化修炼中获得灵感和智
慧。庆占的画我看过不少，可以说
对他比较了解。他的创作，善于因
心造境，大画大而得当，气势宏
阔。用笔劲健洒脱，出于传统却自
成一格；用墨酣畅不滞，且气韵生
动，可谓笔精墨妙，加之构图得
法，格局谨严，元气淋漓。庆占的
小画，平中见奇，小中见大，看上
去不拘不谨，沉静安然。观其画
作，无论大画，还是小品，都具有
较强的视觉效果与书法美质，中
国画“写”的意味出来了。更为可
贵的是，他的用笔用墨不是简单
的笔墨符号，而是有景、有情、有

意、有魂，是有感而发，是以形达意，
借意衬形，足见画者的心胸和情怀
相当不俗。

孟庆占的画作，不烦琐，不杂
乱，感觉像是心灵的诉说，是情感
的通达，亦是对内心世界的质朴表
现，更是历经喧嚣过后的宁静与安
详。数棵翠竹，几株兰草，一群野
凫，几条游鱼，千亩稻谷，万亩清荷
……他都用细腻抒情的笔调表现
得淋漓尽致，并且因之焕发出新的
生机和别样的魅力。遍览他的创
作，虽大多从写生中来，但并不囿
于客观物象，而是经由自己的心灵
和情感所抚触过的生命体验而得。

宋代画家范宽曾说：“吾与其
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
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我们欣赏
庆占的绘画作品，能真切感觉到他
是在“师物”，更是在“师心”。他的
画，是人格心性的自然流露，不是
形而下的刻板摹写，既能致其广
大，又能曲尽精微，既能精研笔墨
技法，又能抒发人文情怀。庆占正
值年富力强，愿修心修性，艺事精
进，创作出更多精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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